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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有效性探究 
◆阳亮芬 

（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娄底市春晖学校）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具有大众性和人文性

的学科，在整个小学阶段担负着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小学阶

段的学生正处于心智发展时期，教师应该在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同时
给予德育教育方面的渗透，培养学生进行全面发展。在新课程改革的背

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应当结合新课改的要求及学科本身的教学特点，对

学生进行适当的德育知识的渗透，来配合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的整体改革，
本文将针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有效性进行深刻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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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德育大国，德育的渗透与学习已经

拥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古有“孔融让梨”今有“雷锋精神”，众
人皆知，只有一个人能具有最基本的德育时，才能够在社会中立
足，为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现如今，将德育在新课程改
革的背景下将其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中，不仅能够有利于学生的全
方面发展，也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1]。 

一、小学语文德育教学的渗透应用 
（一）语文阅读中德育教育的渗透 
在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德育无处不在，可以说德育

会渗透在每一篇语文课文中。但是由于小学语文课程的学习中，
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背景以及年代都有所不同，反映出来的社会现
象与表现情感也就大不相同，所以导致每一篇文章虽然都有德育
知识的渗透但是却并没有相关的德育联系，这就要求小学语文教
师要对整个语文课文知识进行把握，从而去挖掘每一篇文章的德
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在小学语文教材的设置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德育的渗透
之处，比如在学习文章《孔融让梨》时，课文通过反复的写孔融
为什么不与众兄弟姐妹互换梨子，从而衬托出了孔融心思缜密，
德育品质的显现。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反复的朗读课文，达
到熟读的效果以后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分角色朗读课文，角色扮
演可以由教师指定，这样教师就可以通过平常对学生的观察，根
据学生个人的品德进行角色扮演，在日常生活中品德稍微较差一
点的学生可以将其安排为孔融的饰角，之后通过朗读课文在加上
教师的稍微点拨使其没明白，小小的孔融才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学
会让梨，而我们小学生作为孔融的哥哥姐姐更应该要有“让梨”
的本质，这样，教师既能在课堂上的教学中使学生反复阅读认识
其生字、词，理解其整篇文章的意思，更能够将德育内容渗透到
学习过程中，使学生明白谦虚礼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需要掌握的
一种品质[2]。 

（二）语文写作中德育教育的渗透 
在小学语文的写作学习中，虽然新课改下对小学生的作文内

容要求不是很严格，并且也不需要小学生的作文字数过多，但是
在作文学习过程中，不仅仅是组织学生对语文文字的使用练习，
也是在训练学生对社会、对国家以及对人生的一种认识态度，所
以，在语文作文教学中依然能够将德育内容进行渗透。 

作文是学生对于生活的反映，但是也能够体现出小学生对于
德育知识的认识程度。在小学刚开始接触到作文写作时，教师通
常会让其先进行每天的日记写作，其实，日记就是一种“德育长
跑”品质，它需要学生对每天的日常生活进行编写成文章讲述给
别人知道，需要学生每天持之已久的坚持，才能完成日记情况。
通过教师对学生上课过程中渗透德育知识，让学生在课下写作中
能够静静的回味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德育品质，比如在学习《雷
锋》一文中[3]，课文通过对雷锋无数次“愚蠢”行为进行写作，
让学生明白做好人好事是不计较付出与回报的。所以，学生就会
把日常生活中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写到日记中，日积月累。在
学生进行写作时，便是很好的一本写作素材，同时也能够起到自
我教育的作用。 

二、在小学与语文中进行德育教育渗透的意义 

（一）有利于改变教育模式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教学中，教师乃至整个学校都是把学生的

学习成绩放在主要位置的，使学生最后变成了家长的“学习工
具”，而学生自己每天也是“死读书，读死书”的学习状态。在
小学语文学习中渗透德育教育，能够改变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
使其能够挖掘学生的德育品质，不仅健全了语文学科中人性化的
教学特点，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同时也能够促进整个小学语
文教育的全面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 
小学阶段是学生进行品质形成的主要阶段，在小学语文的授

课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忽视学生的自我情感与道德育品质的学
习，而对学生进行一味的知识灌溉。教师在课上的授课过程中，
不仅要教会学生学习知识，还要强化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完善
健全其心理健康的发展，真正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教学
目标实践到底。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结合小学语文课本的相
关内容，认真贯彻新课改下的德育渗透，全面提升小学生的德育
品质[4]。 

（三）有利于语文课程的发展 
小学语文教师将德育知识在课文学习中进行渗透，使学生能

够掌握并通过自我认识获得新的道德认知。德育知识的渗透是希
望学生能够对某些正确的事物进行认识，从而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念。在小学语文课程的学习中，大多数文章宗旨都是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思想进行，因此，德育知识的渗透能够有利于语文课程的
发展，对学生的心智培养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将德育知识渗透到小学语文

的阅读中、写作中能够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升小学生的道德
品质及语文课程的整体发展。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
德育知识的渗透，是新课程改后对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也是促
进学生思想道德的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
该在语文学习中积极的渗透德育知识，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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